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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汉酿酒高粱产业发展问题与对策探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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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　要】宣汉县是国家级贫困县，也是四川省酿酒高粱生产优势区域，发展酿酒高粱产业是当地农业部门实施农业供给

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。近年来，因生产的高粱质量不符合订单收购要求，给产业蒙上了一层阴影。为解决酿酒高粱产

业发展难题，本文重点分析了宣汉县酿酒高粱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品种、产业发展、种植技术等问题，并针对性提出了产业打造、

品种筛选、科学布局、培育壮苗、肥水运筹、绿色防控等综合对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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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粱是中国白酒酿造的重要原料之一。闻名中外的五

粮液、茅台、泸州老窖等名酒无一不是以高粱为主料或佐料

酿造而成。四川糯质红高粱出酒率高、酒的品质好 [1]，近年

来市场供不应求，宣汉县位于四川盆地东北大巴山南麓，辖

31 镇、19 乡、4 个民族乡，是国家扶贫工作开发重点县，

是一个农业生产大县，常年种植面积 3.3 万 hm2，一直以来

有种植高粱的习惯。根据《四川省酿酒专用高粱产业基地建

设规划 (2010—2015)》划分，宣汉县属于四川省酿酒高粱生

产优势区域。2018 年，宣汉县农业科学研究所从省内外引

进了 6 个高粱新品种，从中筛选出适合当地种植的高粱新品

种宜糯红 2 号。2019 年全县发展订单面积 400hm2，辐射带

动面积达 1000hm2，产值达 1800 万元，有效促进了当地产

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经济发展。宣汉县酿酒高粱产业发展虽取

得了一定成绩，但与生产优质酿酒高粱产品标准比较，还存

在一定距离。本文通过对宣汉县酿酒高粱产业发展中存在的

问题进行分析，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。

1 优质酿酒高粱产品质量要求

根据酿酒用高粱相关标准要求，结合国内大部分名酒

企业的工艺需求，优质酿酒高粱应具有的重要品质要求为：

容重≥ 700g/L、无霉变无污染、不完善粒≤ 3.0%、带壳粒

≤ 5.0%、杂质≤ 1.0%、水分≤ 14%[2]、霉变粒≤ 2.0%[3,4]、

总淀粉 50~75%、千粒重 13~25g[5]、0.5% ≤单宁≤ 1.5%[6]。

2 宣汉县高粱生产存在的问题

2.1 品种问题   

高粱品种杂乱，种植不统一。大部分品种属于农户自

留种的地方品种和老品种，如牛尾巴、酒高粱、青壳洋等。

这些老品种不仅产量较低、抗性差，且品质达不到优质酿酒

高粱质量指标，这严重影响了当地酿酒高粱产业化发展。

2.2 产业发展的问题

2.2.1 缺乏龙头企业

一个产业发展的快速发展需龙头企业引领发展。当前，

宣汉县酿酒高粱产业发展缺乏龙头企业引领，高粱种植一直

以零星、散户、套种间作种植为主，规模小产量低，且高粱

销售主要靠地方小酒厂或贩子收购，价格起伏不定，没有形

成稳定产业。

2.2.2 订单高粱生产订单难以兑现

2019 年宣汉县红粮种植专业合作社与南溪粮油购销有

限公司签订了订单生产协议，发展了订单高粱 400hm2，但

收购的时候，贩子加价套购导致订单高粱入库率低，无法完

成订单高粱合同计划，为产业发展埋下隐患。

2.3 种植技术问题

2.3.1 播种偏迟

我地气候特点是秋雨连绵，中高山区 4 月中下旬播种，

或油菜茬高粱 5 月份播种，收获天气不好，严重影响产品质

量。

2.3.2 不重视培育壮苗

农户种植过程中，大部分不重视培育壮苗，育苗过程

中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：一是苗床地严重不足，苗子纤

细；二是苗床地后期干旱缺水缺肥，苗弱；三是病害未及时

防治，这类弱苗带病移栽死苗严重，缺窝严重。

2.3.3 移栽偏迟栽后管理不到位

多数在 10 片叶后才移栽，有些移栽时已经拔节，栽后

未及时管理，如沙地地下虫害危害、粘土板结等问题不及时

处理，苗子生长缓慢或缺窝少苗。

2.3.4 移栽密度不适宜

移栽密度普遍较低，一般每 667m2 种植 4000~5000 株，



Agricultural Technology Management 农业科技管理，2020,2(2) 
ISSN: 2661-3778 (Print); 2661-3786(Online)

8

个别密度过大，高杆高粱 667m2 密度达到 9000 多株。

2.3.5 施肥不足或方法不当

施肥上的问题主要是施肥不足或施肥不当，多采取栽

后一次施肥，667m2 纯氮不到 5kg，采取表施不盖土，造成

肥料流失，肥效低。

2.3.6 病虫害防治不到位

大部分农户种植过程中不进行虫害防治，导致后期穗

部螟虫危害严重，危害茎秆导致倒折，影响灌浆；或穗部结

成网状蛀空籽粒，导致减产低质。

2.3.7 收获时间不当

农户等高粱全部变红才去收割，虫害严重、霉变粒增

加影响产品质量。

2.3.8 收后脱粒及装袋不当

收后直接机械脱粒或人工捶打脱粒，导致破损粒多。

脱粒后直接用不透气袋子装，导致发霉。

3 宣汉县酿酒高粱产业发展的对策

3.1 加大新品种引进和筛选

宣汉县 2018 年引进并筛选出了适合当地生产用的高粱

新品种宜糯红 2 号，该品种是五粮液指定酿酒用品种，适合

酿造优质白酒，产量 350Kg/667m2, 抗性好于当地品种，适

合本地中低区域种植。2019 年从贵州引进茅台集团的红缨

子在本地高山区种植比当地品种优势明显。另，本地地方品

种较多通过农户多年筛选，已有一些适合我地生产高粱的育

种材料，下一步的目标是加大对地方品种资源的收集整理，

与省农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共同筛选适合我地的高粱新品

种。

3.2 培育壮大高粱种植专业合作社

产业发展离不开龙头企业引领，宣汉县已与南溪粮油

签订了战略协议，在当地培育了一家高粱种植专业合作社，

但合作社还需要再去培育种植大户、家庭农场、扩容合作社

社员等方式，形成“龙头企业 + 合作社 + 大户”的基地发

展模式，专合社实行“三统一”，即“统一物资、统一技术、

统一回收”的发展模式，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传统农业产业瓶

颈，确保产品质量。

3.3 生产高产优质酿酒高粱技术要求  

3.3.1 科学规划优势生产区域

宣汉县 800m 以下属于亚热带（山地北亚热带）湿润季

风气候，春季多寒潮低温，7、8 月伏旱出现频率高，9、10

月秋季多阴雨 [7]。800m 以下区域高粱 3 月中下旬播种生育

期一般在 123~139d，收获期在 7 月下旬 8 上旬，此阶段正

值高温少雨季节，有利于抢晴收晒，保障质量。800~1500m

属于山地暖湿带气候区 [7]，一般在秋后成熟，容易遇到秋连

绵雨，质量存在隐患。因此，本地发展优质酿酒高粱产业，

种植区域宜布局海拔 800m 以下区域。

3.3.2 适期播种培育壮苗

3.3.2.1 苗床准备

苗床准备注意：一是苗床地选用肥力中上的沙壤土为

宜；二是苗床地要整平整细，厢沟宽 0.4 m，厢面宽 1.1 m ～ 1.2 

m，厢面做成四周高“盘形”；三是苗床地要充足，每 0.25kg

种子需苗床长度依据苗龄而定，一般需 20~30m 长，苗龄越

长苗床面积越大；四是每 667 m2 施腐熟人畜清粪水 1000 kg

做底肥，不能用尿素做种肥。

3.3.2.2 种子处理

育苗移栽本田每 667 m2 需备种子 0.3 kg ～ 0.5 kg[8]，直

播备种 1.5Kg/667 m2。播前晒种 8 h，250 g 种子用强氯精 1 g

加水 500 mL 浸种 12 h，取出再用清水冲洗、晾干待播。

3.3.2.3 播种及苗床管理

栽空地或预留行的于 3 月上中旬播种，偏南的播种早，

偏北播种迟，油菜收获后栽高粱的 4 月上中旬播种，海拔

越高播种越迟，以移栽时苗龄不超过 40 d 为原则；播种前

苗床浇足底水（或雨后抢墒播种），播种后盖细土 1 cm，

并用备好的 2 m 长竹片搭拱覆膜保温；出苗后晴天揭两头防

止高温烧苗，待苗龄 2 叶～ 3 叶时根据天气等情况，逐步揭

膜炼苗，适时匀苗、定苗，每 667 m2 追施腐熟人畜粪清水

1000 kg 加少许速效氮肥提苗。 

3.3.2.4 直播  

墒情好（或雨后抢墒播种）的沙壤土可以采取直播，

播种深度 1~5cm, 直播田需耕细后播种，直播时间晚于当地

育苗移栽时间 1 周。

3.3.3 规格移栽

苗龄 25 d ～ 30 d 或叶龄 5 叶～ 6 叶时移栽。间套每

667 m2 种植高粱（高杆高粱）2500 窝～ 3000 窝，每窝双株，

4000 株～ 5000 株。净作种 7000 株～ 8000 株 [8]。移栽后浇

定根清粪水，确保成活。注意查苗补缺、注意检查有无地下

害虫危害。

3.3.4 肥水运筹

常 规 糯 高 粱 品 种 总 体 施 肥 原 则 是： 每 667 m2 施 氮

6kg ～ 12 kg，氮 : 磷 : 钾以 1:0.5:1.2[9] 为宜；测土配方施肥；

提倡重底早追，有机无机结合；施后培土，提高利用率。

3.3.4.1 施提苗肥   

栽后 5 d ～ 7 d 内施提苗肥，每 667 m2 施腐熟人畜粪肥

1000 kg、尿素 5 kg 或碳铵 10 kg，此时除草、浅中耕和覆土

相结合。

3.3.4.2 重施拔节肥    

拔节前，每 667 m2 施农家肥 1000 kg 加三元复合肥 30 

kg，结合进行第二次中耕、除草和培土。

3.3.4.3 巧施穗肥  

幼穗分化期根据田间长势酌情施用。如果需要补充每

667 m2 施清粪水 1000 kg、加三元复合肥 3 kg ～ 5 kg。

3.3.4.4 偏施弱苗肥  

对于生长迟缓或化肥用量不足的田块，高粱抽穗前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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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喷施 2% 尿素 50Kg/667m2，或在拔节、孕穗期用磷酸二氢

钾 0.5kg/667m2，配制成 400 倍液喷施。

3.3.5 绿色防控

3.3.5.1 综合防控措施   

宣汉县高粱主要防治螟虫、蚜虫、炭疽病、地老虎等

病虫害。采取合理轮作、清除杂草降低病虫基数，利用频振

式杀虫灯诱杀螟蛾科、夜蛾科成虫或喷洒生物农药苏云金杆

菌（Bt）乳剂（或青虫菌液或苏云菌核型多角体病毒）防治

螟虫，利用糖醋液诱杀粘虫，用黄板诱杀蚜虫，地老鼠用糖

浆诱杀，玉米螟用青虫菌粉 1Kg 加 200Kg 细土，撒入心叶 [10]。

3.3.5.2 化学防治   

宣汉县区域，高粱种植极易受高粱炭疽病、紫斑病、

螟虫等病虫害危害，必要时喷施高效低毒化学农药防治，

防治螟虫宜 667m2 使用 20% 康宽 10mL 或 2.5% 溴氰菊酯

20~30mL，分始穗期、灌浆期两次兑水防治；防治炭疽病在

发病初期用 25% 咪鲜胺 1000 倍、或 50% 多菌灵 1000 倍防

治 [8]。

3.3.5.3 注意事项   

一是不能使用对高粱敏感的有机磷、有机氮、无机铜

农药 [11]，其他农药最好药效试验后再推广使用；二是生长

期内每种化学农药只能使用一次；三是为保证防效，在预测

预报基础上，生物农药使用应提前 5 d ～ 7 d，使用时温度

25 ℃～ 30 ℃，阴天或下午用药。

3.3.6 收获及收后处理

一般于 7 月底至 8 月上中旬高粱腊熟末期收割，即高

粱穗子上中部子粒变红变硬后立即抢晴收割。收割后先晾晒

1 天再脱粒，脱粒后晒至标准水分以下。晒干籽粒装入干净

透气袋，切忌使用有毒、污染的、有异味的袋子和车子装运。

收后毛粮通过适当的加工处理达到优质酿酒高粱标准。

3.4 壮大产业链条助力乡村振兴

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，农业产业化则是产

业兴旺的核心，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就是围绕农村

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一主线 [12]。

2019年宣汉县农业科学研究所成功开展了高粱与魔芋、

高粱与中药材黄精的套作试验，试验田 667m2 产值达到 1.5

万元以上。实践证明，单纯高粱产值不高，无法大面积发展，

应实施科技攻关挖掘宣汉县优势作物高粱与魔芋、中药材等

套种潜力，大大提高种植积极性，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发展。

4 结束语

仅仅生产初级产品高粱难以形成优势，必须提升产业

化层级，宣汉县小酒厂 100 多家，有必要重点打造几家有资

质的酒企，打造特色清香白酒品牌；实施酒粮本地化生产，

打造川东红高粱品牌；实施农旅融合，打通一二三产业链条，

助力乡村振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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